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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倪娜编著的《老年人监护制度研究》围绕“老年人监护制度”这一主题展开。
《老年人监护制度研究》除“导论”部分外，共分为四章。
其中，第一章确立了讨论老年人监护问题的基础和背景。
第二章从价值层面探讨构建老年人监护制度的价值所在。
假如不能从价值的角度证明老年人监护制度构建的正当性和合理性，那么具体构建该制度的必要性就
值得怀疑了。
第三章主要是对国外成年人监护制度改革和老年人监护制度的构建所进行的介绍与分析。
通过这种介绍与分析，我们可从中发现能够被我国未来老年人监护制度构建所借鉴之处。
第四章是对我国老年人监护制度的未来构建所提出的一些建议。
以下分别对各章的主要内容进行说明。

    第一章“监护制度概述”。
首先，对监护的概念、性质、分类和功能进行了分析和概括，为监护制度的深入探讨奠定了基础；其
次，对监护制度的历史沿革进行了梳理；最后，对监护制度与现代民法中其他具体制度的关联进行了
分析，尤其是对监护制度与行为能力制度作了较为深入的分析。
该部分主要有以下几点基本认识：第一，从对监护的概述和历史沿革的梳理中可以发现，监护制度的
根本功能是保护弱者。
监护制度具体形式和内容的差别无非是保护范围、保护程度以及保护方式方面的差别。
第二，现代民法没有为老年人设置专门的保护制度，其主要原因在于行为能力制度被作为监护制度的
逻辑前提，而行为能力制度又是以理性作为判断标准来判定哪些人属于“弱者”从而需要法律保护的
。
老年人并没有被认定为理性上的弱者，因此也就没有被监护制度作为保护对象加以考虑。

    第二章“老年人监护制度的价值之维”的主要内容由三部分构成。
第一部分，讨论了老年人社会地位的变迁，并以此为现实基础进一步探讨了老年人监护制度之价值。
第二部分，主要分析了人文价值在现代语境中的内涵以及这种内涵与老年人监护制度的内在关联。
第三部分，关注的是老年人监护制度与正义价值之间的关联。
以上部分所反映的主要观点是：第一，现代语境中的人文价值或者人文精神主要是在与科学精神相对
的意义上来讲的，而法律以监护制度的形式对老年人加以保护正体现了人文价值在现代社会的内涵和
要求，因为这种保护恰恰是以排除理性的算计与考量而得以实现的，因此闪现出了不同于科学精神的
人文光辉。
第二，分配正义通过利益分配的方式来实现。
法律就是一种权利义务的分配体系，因此法律技术本身就应体现分配正义。
而老年人监护制度作为一种保护弱者的制度，通过向弱势的老年人进行权利分配的倾斜，从而达到分
配正义的要求。

    第三章“老年人监护制度域外立法研究”的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介绍了国外成年人监护制度改革的概况，主要包括立法背景、观念支持和立法概况等内容。
第二，介绍了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的成年人监护制度改革：一是扩大受监护制度保护的对象，尽可能
将需要监护的老年人纳入保护范围；二是更加注重对需要监护者的具体情况的考量，并增加保护的层
级和类型，以适应监护的多样化需求，但同时加强了监护监督制度；三是赋予法官对于监护个案更大
的自由裁量权；四是创设了意定监护制度，更加尊重当事人对于自身事务的安排。
第三，介绍英美法系国家的监护制度改革：一是持续代理制度，二是公共监护制度。
以上监护制度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都是为了应对以前监护制度对老年人保护不够的问题，因此，在这
个意义上，也可以称之为老年人监护制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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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改革措施对我国建立老年人监护制度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第四章“我国老年人监护制度之构建”的主要内容有三：第一，我国构建老年人监护制度的社会背
景和法制背景；第二，我国老年人监护制度体系的具体建构；第三，我国老年人监护制度构建所需要
的良性运行环境。
我国未富先老，且老年人的人口总数巨大，老龄化的速度惊人，老龄人口中高龄老人增速很快。
同时，由于家庭结构的变化以及现代社会人口的高流动性，使得传统社会家庭养老的功能弱化。
此外，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也还很不完善。
这样的社会背景使得老年人处于一种非常弱势的地位，急需法律的关怀和保护。
因此，老年人监护制度的构建有着紧迫的现实需要。
该部分的主要观点有：第一，我国未来的老年人监护制度体系应主要由法定监护制度、意定监护制度
和公共监护制度构成，并通过转介条款之立法技术被《老年法》所吸纳，形成公、私法的接轨。
第二，文化认同是制度运行的源头活水。
具体到老年人监护制度上，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伦理观念及孝道精神值得重估与褒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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